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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由徐小元等编著的《传染病学》为北京大学长学制教材，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版。
全书遵循“科学性、先进性、启发性、实用性”的原则，同时根据教学大纲要求，除了常见传染病，
尤其增加了近年来新增加的传染病如手足口病、禽流感等，以反映国内外在传染病方面的研究成果和
进展。
全书注重对专业词汇的英语训练，有利于学生对专业词汇的掌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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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（一）病程发展的规律性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发生、发展和结局，一般经过以下四个阶
段：1.潜伏期从病原体侵人人体开始，至受感染者开始出现临床症状这一段时间称为潜伏期。
不同的传染病，其潜伏期亦不相同。
即使是同一种传染病，由于病原体数量、侵袭力和毒力等的差别，以及机体的免疫反应强弱不等，形
成的潜伏期亦长短不一，故每种传染病的潜伏期都有一个范围，即从最短到最长的时间。
例如丙型肝炎的潜伏期为15～180天，多为40天左右；麻疹为6～12天，多为8～12天。
潜伏期为决定检疫期及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的依据，应观察到该病的最长潜伏期为止。
2.前驱期（prodromalperiod）从患者开始感到不适到症状明显这一阶段为前驱期。
此期的症状可有发热、头痛、疲乏、食欲下降、肌肉酸痛等不适，这些表现为多种传染病共有的表现
，多无特异性。
一般持续1～3天。
起病急骤韵疾病可缺少这一期。
本期患者已有传染性。
3.症状明显期（period of apparentmanifestation）此期间，由病原体和其毒素引起的传染病症状和体征充
分表现出来，有些表现具有诊断价值，如发疹性疾病的皮疹；细菌性痢疾患者的腹痛,腹泻、脓血便；
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的头痛、喷射性呕吐、意识障碍、脑膜刺激征阳性、脑脊液出现非化脓性炎性变
化；肝炎患者的肝大、黄疸等。
-4.恢复期（convalescent period）机体的免疫反应增强，病原体被清除，或被局限到某些组织或部位，
患者的症状、体征逐渐消失的过程为恢复期。
此期间，患者体温下降到正常，食欲和体力逐渐恢复。
受损伤的组织和紊乱的功能逐渐复原。
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性持续一段时间，血中的抗体效价逐渐上升，部分患者在恢复期可发生一些变态反
应性疾病，例如猩红热后可出现急性肾小球肾炎和风湿病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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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传染病学(第2版)》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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